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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對當代人和後代人的責任」
人民日報：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昨日刊發該報記

者長篇通訊《習近平主席的「一帶一路」時

間 「這是我們這一代政治家對當代人和後

代人的責任」》，新華社轉播全文如下：

北京匯聚全球目光。
10月18日，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在京開幕。五湖四海的賓朋跨山越海、紛至沓
來。在一個變亂交織的時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
社會制度、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坐在一起，商
合作、敘友誼，彌足珍貴。
人們感嘆於中國的凝聚力、影響力，感慨於「一
帶一路」的蓬勃生命力，也從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
上的主旨演講，以及現場經久不息的掌聲、外賓紛
紛起身同他握手的鏡頭，去感悟。大國外交，沉潛
着「中國之於世界，世界之於中國」的深邃思索。
這是一段路途的總結。
十年，滄海一粟，卻創造了滄桑巨變。彷彿一個
象徵，這次「一帶一路」時間開啟後，習近平主席
會見的第一位客人，是來自哈薩克斯坦的托卡耶夫
總統。十年前，正是在那裏，共建「絲綢之路經濟
帶」倡議提出。如今，「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
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規模和
成效遠遠超出了當初的想像。
這是一段征程的起航。
在開幕式前一晚的歡迎宴會上，習近平主席一席
話滿懷憧憬：「正值風華正茂，務當昂揚奮進，奔
向下一個金色十年！」在跨越「金德爾伯格陷阱」
的期盼裏，世界寄望中國，期待「下一個金色十
年」。
下一個十年，有風雨之艱、有路途之遙，亦有同
行之合力、步履之堅定。當習近平主席說起「這是
我們這一代政治家對當代人和後代人的責任」時，
飽含哲思：「縱觀人類發展史，唯有自強不息、不
懈奮鬥，才能收穫纍纍果實，才能建立利在千秋、
福澤萬民的長久之功。」
自強不息、不懈奮鬥，這是中國的知與行。

相聚
17日晚，歡迎宴會

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時間的車輪來到今天，
世界對經濟復甦的渴望、對和平安寧的嚮往更為強
烈。
17日晚，歡迎宴會。見證無數大事件的人民大會

堂，150多面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國旗和聯合國
旗，分列紅毯兩側，蔚為壯觀。
外賓們走過旗陣，微笑着走向紅毯另一端的習近平

主席和夫人彭麗媛。握手寒暄，笑語盈盈。
合影，定格歷史的時刻，也注定被歷史所銘記。
習近平主席夫婦同來賓們並肩而立，一如他們所代
表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肩並肩
同行。
宴會廳內，一次生動的時代故事的講述。「一帶一
路」是中國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習近平主席
的祝酒辭，將人們的思緒拉回那些奮鬥的日夜：
「春發其華，秋收其實。」「這些成就不是天上
掉下來的，也不是什麼人恩賜施捨的，而是各國政
府、企業和人民用勤勞、智慧、勇氣幹出來的！讓
我們向共建『一帶一路』所有的參與者、建設者致
敬！」
致敬，在荒山上、在海島上、在共建「一帶一
路」的每一寸土地上，無數參與者、建設者翻山越
嶺、跋山涉水，望大漠如煙、彎月如鈎；望碧波萬
頃、雲帆高張。
「一帶一路」是過去的故事，也是未來的故事。
習近平主席以三個「不可阻擋」，闡明面對一個
並不太平的世界，中國的信心：我們堅信，「和
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可阻擋，各國實現共同發展繁
榮的願望不可阻擋。」
乘大勢，行大道。「不可阻擋」的大勢之下，有
方興未艾的「一帶一路」。
宴會廳內，一曲詩與舞的歡歌，一場東西方文化
的對話。中國民族器樂《禮尚樂合》和熱情的阿根
廷舞曲《一步之遙》相遇，激昂的俄羅斯歌曲《卡
林卡》和歡快的中國舞蹈《採茶》共振……「一帶
一路」也是文明的互鑒之路。
文化的力量潤物無聲。全球治理的合作，首先要
尋求文化的認同；全球經濟的振興，也要從文化交
流中探索共促之道。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
來矣。」縱觀人類文明進程，古絲綢之路以其連接
文明形態之多、跨越歷史時期之長而著稱於世。
「一帶一路」所蘊含的天下大同、和合共生，也映
射在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同外方領導人夫人的參

觀活動中。在非遺傳承的體驗中，她們靜心感悟着
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姿。

共商
18日上午，開幕式

回溯過去數百年大國崛起，有戰爭和苦難、有掠
奪和抗爭。當中國的發展成為公認的「21世紀標誌
性事件」，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同世界相
處？
共建「一帶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
以開放包容為特徵，以互利共贏為追求，恰恰是對
世界矚目的最好回答。
18日的開幕式世界矚目。外賓們沿着紅毯、登上

台階，走過精神抖擻的禮兵，再次步入人民大會
堂。
眾人合影，站在《江山如此多嬌》的畫作前，情
景交融。江山如畫的願景，不正是他們相聚於此的
緣由？
隨着《和平－命運共同體》的音樂奏響，習近平
主席同外賓們一道，步入會場。
掌聲起，經久不息。波瀾壯闊的外交史，記載了
無數「影響力時刻」。這一幕，是其中之一。
習近平主席登上講台，億萬目光匯聚。《建設開

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的主旨演
講，鮮明亮出中國主張。
中國已經在行動。放眼全球，「一帶一路」在輪

船的鳴笛、在碼頭的裝卸、在橋樑的建造、在田野
的耕耘、在工廠的轟鳴中，正創造無數「開放包
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故事。
習近平主席的講述，勾勒了從「大寫意」到「工
筆畫」的歷程，拉開了一幅壯闊畫卷。
有攜手共促。「新時代國際貿易的駝鈴、帆影」

「新時代可持續發展的綠洲、燈塔」「新時代的商
貿大道、驛站」……共建「一帶一路」迸發出前所
未有的活力和潛力。
有患難與共。「中國向各國提供了上百億個口罩

和23億劑疫苗，同20多個國家合作生產疫苗，為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夥伴抗擊疫情作出獨特貢
獻。」世界看到了一個負責任大國在關鍵時刻的挺
身而出。
三個「我們深刻認識到」，事關命運與共、事關

合作共贏、事關絲路精神，是習近平主席對十年經
驗的深刻總結，是謀劃未來的有益啟迪。
主旨演講通過鏡頭傳遍萬水千山：
「10年的歷程證明，共建『一帶一路』站在了歷
史正確一邊，符合時代進步的邏輯，走的是人間正
道。」
循大道，天下往。
講台上，習近平主席自信從容，娓娓道出「中國

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排在
首位的，是「構建『一帶一路』立體互聯互通網
絡」。遙想十年前，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
之初，首先強調的是「五通」。積跬步，至千里。
從基礎設施建設到綠色發展、科技創新，從傳統業
態到新領域，正是這樣爬過一座座山，翻過一道道
嶺，媒體生動地形容共建「一帶一路」步入了2.0
時代。
一個細節令許多外媒感慨。
當習近平主席演講結束走下講台，外賓們紛紛起

身，同他握手、祝賀。有評價說：「這些握手飽含
力量，有萬語千言。」
6位外賓相繼登台。他們的致辭，道出了共建

「一帶一路」國家的廣泛共鳴。
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共建『一帶一路』是大勢

所趨，有全球性意義。提出這一宏大倡議時，有些
人會有疑慮。但我們看到它取得了圓滿成功，惠及
我們所有國家。」

曾在中國留學的托卡耶夫總統，致辭時以一段字
正腔圓的中文開場：「『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
熱門國際項目和最大合作平台。該項目體現了中國
的經濟實力以及在全球水平上達到新高度的願望。
該項目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這段視頻，贏
得許多網友點讚：「普通話很標準！」
來自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細數

共建「一帶一路」的獲益，感言：「『獨行快，眾
行遠。』在這樣一個嚴峻時刻，我們共同前進，一
步步邁向所有人共同希望的世界。」
從「駝鈴古道」走來，共建「一帶一路」給世界
帶來無限可能，讓世界更深刻認識它對未來的價
值。有外媒盛讚：「這個論壇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
也不為過」。

攜手
17日－20日，雙邊活動

節奏之密集，從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外頻繁更替的
國旗，可見一斑。
習近平主席的會談會見，自17日早上開始，到
20日中午結束，每日少則三五場，多則八九場。
亞洲、非洲、歐洲的朋友，風塵僕僕趕來了。遠
隔重洋的美洲、大洋洲的朋友，跨山越海趕來了。
伴着《北京歡迎你》的旋律，他們走下舷梯，踏上
中國的土地。
「與君遠相知，不道雲海深。」
很多是老朋友。就拿17日這一天的雙邊會見來

說：
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

爾濟約耶夫，今年5月剛剛訪華，「長安復攜手，
再顧重千金」；
同智利總統博里奇，去年11月在泰國曼谷見過
面，習近平主席印象深刻：「那次我們談得很
好」；
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來了，「時隔不到兩個月再

次會見」；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連續三屆出席高峰論壇，習近平
主席讚賞道：「這說明你是堅定支持『一帶一路』建
設的」；
印尼總統佐科再次訪華，習近平主席親切地對他

說：「兩個多月前我們在成都大運會開幕式期間相
聚，當時的情景歷歷在目」；
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也是中國的老朋友，習近平

主席評價說：「塞爾維亞已經成為中國的鐵桿朋
友」；
…………
這些年，匯眾智，聚合力，共建「一帶一路」

的朋友圈越來越廣。秉持開放包容，每一次同共
建「一帶一路」國家領導人的會談會見都有新進
展新收穫，生動佐證了「眾人拾柴火焰高」。比
如塞爾維亞，去年2月，「會見時就開通中塞直
航、商簽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達成重要共識」，這
一次，習近平主席提到，「我高興地看到這些共
識已經得到落實，相信必將為新時代中塞關係發
展注入新動能。」
印尼的雅萬高鐵，被譽為「中國高鐵『出海』第一

單」。會談後，中印尼元首共同為雅萬高鐵正式開通
運營揭幕。「一帶一路」是什麼？它是宏闊的倡議，
也是各國人民溫熱的觸感。在馬達加斯加馬哈扎扎
鎮，它是中國援建的「雞蛋路」；在湄公河國家，它
是一口口「放心井」；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等
100多個國家，它是一株株「中國菌草」……有大項
目、大工程，也有一個個「小而美」「惠而實」的民
生工程，幫助當地民眾解燃眉之急。
有人將國與國的合作喻為橋樑。在湍急的大河

上，架橋鋪路的意義舉足輕重。「一帶一路」，正
是連接彼此的一座橋、一條路。

中俄元首上一次在莫斯科相聚，這一次握手北
京。習近平主席撫今追昔：「2013年至今的十年
裏，我們先後42次會晤，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和
深厚友誼。」
普京總統亦是感念良多：「在我上一次訪華，時
隔一年半之後，我帶了陣容龐大的代表團來到北
京，也親眼看到了北京的繁榮發展。」「看到中國
朋友們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希望更多國家能參與共
建『一帶一路』。」
這條世界上跨度最長、最具潛力的合作帶，凝聚
了共建國家渴望發展的最大共識、契合了共建國家
經濟升級的最迫切意願。一路一橋，跨越的不僅是
山長水遠，更是發展鴻溝；一港一廊，暢通的不僅
是商貿往來，更是國際命運。
這是為天下計的襟懷。
巴基斯坦總理卡卡爾充滿感情地對習近平主席
說：「我們經常說中巴友誼是比山高、比海深、比
蜜甜，我相信正如您所說的，當中國可以過得好的
時候，世界其他國家也能過得更好。這對於巴基斯
坦來說也是一個機會，我們會把握住。」
看好中國，相信中國。當世界渴望讀懂中國、走
近中國的時候，「一帶一路」打開了一扇門。
會見時，聽了習近平主席的讚賞，匈牙利總理歐
爾班微笑着回應道：「一開始我就支持您的倡議，
我深信這個倡議能改變世界，改變世界經濟，也能
給更多的人帶來福利。」

前行
過去十年和廣闊未來

歷史是勇敢者創造的。
回首十年前的那個秋天，習近平主席西赴哈薩克
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亞，「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穿越時空，夢想從歷史深
處走來。
古時的絲路輝煌，張騫策馬、鄭和遠航，一段讓
人感懷的歲月滄桑。
那是中國歷史上的繁盛之時。古絲綢之路的興
衰，隨着中國國運跌宕起伏。當山河淪落民族存亡
之時，只剩漫捲黃沙、滔天大浪。今天，伴隨復興
偉業，古老絲路一經喚醒，應者雲集。
落棋弈子，講求時與勢。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提出之際，適逢新時代之時，適逢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下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發生變革之際，適逢「全
球南方」國家國際地位不斷提升、未來可期之際，
正逢其時、正當其勢。
這次，習近平主席會見了新開發銀行行長羅塞
夫。2014年，正是在羅塞夫擔任總統時，在巴西，
他們共同見證了新開發銀行的誕生。而今，羅塞夫
行長表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倡議像「一帶
一路」這樣，能夠把150多個國家凝聚在一起，
「願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合作」。
看似不經意處埋下伏筆，實則歷史的必然。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
外匯儲備國，中國機遇裏不僅有最值得期許的未
來，也有「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
步的一邊」的人間正道。
剛果（布）總統薩蘇告訴習近平主席，共建「一
帶一路」是一項偉大的工程，為世界提供了嶄新的
包容發展的新模式。中國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
要貢獻者，剛方由衷欽佩中國發展取得的偉大成
就。
這是文明形態的煥新。
一個昔日積貧積弱、百廢待興的國家，探索出了
一條迥異於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
文明新形態。共建「一帶一路」，築就了有形的聯
通之路，也重塑無形的思維方式。很多政要表達了
對習近平主席戰略遠見的欽佩，他們將中國視為榜
樣，渴望借鑒中國經驗。
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全球發展倡議、全球
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每一次中國之聲，都在
世界長久激盪。這一次也不例外。多位外國政要表
示，讚賞和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議，
「必將為世界帶來更多希望」。
20日，是這次主場外交日程安排的最後一日。
這一天上午，習近平主席先後會見了斯里蘭卡總
統維克拉馬辛哈，越南國家主席武文賞，老撾人民
革命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通倫。
他們再次談起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提議的「八項
行動」，認為這是面向未來的務實之舉。「您提出
的『一帶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議，體現了大國大黨
擔當，也體現了中國引領世界和平、合作與發展的
感召力和積極作用。」
滿載沉甸甸的收穫，一架架專機騰空而起。第三
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鞏固了國際共
識、豐富了合作成果、拓展了光明前景，也讓人們
再一次看到了今日中國給予世界這份公共產品的時
代價值。
共建「一帶一路」如瑰麗畫跡，書寫着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時代傳奇，十年、百年……序章燦爛，未
來可期。人間正道，眾行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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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
主旨演講。 新華社


